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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提出并验证了适合初中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学习动机类型框架。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出了七种动机

类型：个人发展动机、成绩动机、社会责任动机、面子动机、内在兴趣动机、情境动机和出国动机。描述

性分析结果显示，个人发展动机和成绩动机均值得分最高，情境动机和出国动机均值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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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Gardner & Lambert（1959；1972）提出的

工具型和融合型取向到Dörnyei（2005）提出的

二语学习自我动机系统，二语学习动机模式不断

推陈出新。有些国内学者沿用国外经典动机研究

模式，验证其理论在中国不同层次学习者群体

中的适用性（桂诗春，1986；文秋芳、王海啸，

1996；文秋芳，2001；许宏晨，2009；刘凤阁，

2010）。也有中国学者基于国外理论，结合中国

学生的特点，探索符合中国学生实际的动机框架

（高一虹等，2003）。

国内的学习动机研究大多关注成年学生，以

关注大学本科生居多，对中学生的关注程度还不

够（王晓旻、张文忠，2005）。中学生的学习动机

研究的系统性较弱，缺少有力的统计学支持，如

缺少信效度的汇报、没有通过因子分析对动机类

型进行检验等。本研究以高一虹等（2003）的大

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研究为基础，提出并验证适合

初中生的英语学习动机类型框架，并对各动机类

型进行描述性分析。

二、研究框架
本研究在高一虹等（2003）人研究的基础上，

参考其他研究成果（刘宏刚、陈平平，2007 ；刘

宏刚、李宗强，2007），以及笔者在预研究中对初

中生英语学习动机开放性问卷的分析结果，将初

中生的英语学习动机分为个人发展动机、成绩动

机、社会责任动机、面子动机、内在兴趣动机、

情境动机、出国动机和信息媒介动机，其中面子

动机是以往研究中没有提到的。

个人发展动机既包括工具意义上的“人生路

上的敲门砖”“重要的交流工具”和“找到好工

作”等动机，也包括心理层面的获得成就感。

成绩动机指学习者为了在各类考试中取得好

成绩或者因为英语是学校的必修课而产生英语学

习动力。

社会责任动机是高一虹等（2003）的研究中

首次提出的动机类型。具有这种动机倾向的学生

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让中国人了解世界、促进

中外交流而学习英语。这类动机既有工具性的一

面，也具有文化性的社会责任的特点。

面子动机是基于 Maslow（1957）的动机层级

理论中的自尊需求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人的基

本需求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

需求到自我实现需求呈现出由低级到高级的需求

金字塔。自尊和受到别人的尊重是尊重需求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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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二者互相影响。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学

生可能会因为希望得到老师的表扬、同学的羡慕

或家长的肯定而努力学好英语，获得自尊上的

满足。

内在兴趣动机是基于 Deci 和 Ryan（1985）的

内在和外在动机分类提出的。本研究中的内在兴

趣动机指学生因为喜欢英语本身、喜欢听英文歌

曲或者看英文电影、希望了解英美国家的文化而

产生学习英语的动力。

情境动机指学生因为喜欢教材、班级的英语

学习氛围好或者英语教师本身教得好而喜欢学习

英语。这与 Dörnyei（1994）的动机三层次说中的

情境型组件呼应。

出国动机是指学生为了出国就业、求学或亲

身体验国外的风土人情而学习英语。这里既有工

具性的指向，也有可能要融入目的语社会的取向。

信息媒介动机指学生学英语是为了能够阅读

英语信息，如通过英语更便捷地了解国际科技、

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信息。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1. 初中生的英语学习动机与本研究提出的八

种学习动机类型是否相符？

2. 初中生的英语学习动机有何特点？

（二）研究工具

英语学习动机问卷根据高一虹等（2003）的

问卷设计而成，并参考了刘宏刚、陈平平（2007）

和刘宏刚、李宗强（2007）的问卷。经过三轮预

测后，笔者确定了正式问卷的 32 个题项。所有题

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从“1= 完全不同意”到

“5= 完全同意”（详见表 1）。

（三）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初二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他

们处于初中英语学习的中间阶段，中考的考试负

担较之毕业班要轻，同时他们的心理认知能力也

要强于初一学生。参与本研究的学校有北京、沈

阳、南京和盐城四所城市的 15 所不同类型的初中

（城市重点、一般和县乡中学）。共发放问卷 192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542 份，有效率 80.3%。研究

还对 16 名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进行了访谈。

四、研究结果

（一）英语学习动机类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回答第一个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了验

证性因子分析，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来验证动

机类型是否与理论设计相符合。研究发现，内在

兴趣动机、出国动机、个人发展动机和面子动机

表 1 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类型、题目分布、内在信度和题目举例

类型 题目分布  ɑ* 题目举例

个人发展动机 26 36 41 46 .687 36 我学英语是因为它是当今社会非常有用的交流工具。

成绩动机 21 27 37 39 .751 27 为了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我要把英语学好。

社会责任动机 24 31 43 51 .801 31 学好英语，我才能更好地为建设祖国作贡献。

面子动机 35 40 45 50 .757 50 英语学得好，显得比较有修养。

内在兴趣动机 29 38 42 47 .805 29 我学英语是因为对英语国家的人以及他们的文化感兴趣。

情境动机 23 30 33 52 .623 52 我对英语老师的印象非常好，所以我喜欢学英语。

出国动机 22 28 32 49 .822 22 我学英语是为了出国留学。

信息媒介动机 25 34 44 48 .644 44 学好英语能做很多事情，如看懂英文说明书和英文标识等。

（本文提供的内在信度ɑ为最后一次预测的量表的信度。本研究所用量表是最后一次试测后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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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达到了理论要求值。其中面子动机中 50 题的归

属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在高一虹等（2003）的

研究中，该题目归属于个人发展动机。在本研究

的前期三次试测和本次调查中，该题目都归到了

面子动机类型下。笔者认为，这可能和学生的年

龄层次以及相应的社会认知水平有关。以往研究

的对象是大学生或高中生，相对而言，初中生英

语学习时间较短，社会视野比较有局限性。他们

可能将有修养与获得父母、同学的赞许联系在一

起，与自尊联系在一起。

成绩动机、情境动机和社会责任动机的相关

拟合指数没有达到要求值。笔者通过删除题目

（成绩动机删除 21 题、情境动机删除 33 题、社会

责任动机删除 24 题），得到了最终的测量模型。

其中，成绩动机的 37 和 39 两个题目在高一虹等

（2003）的研究中是归入社会责任动机的，而在本

研究中却归入了成绩动机，原因可能是学生处于

初中阶段，用好的英语成绩让父母高兴、让老

师满意的想法更强，而其中蕴含的责任感的意

味不强。

信息媒介动机与个人发展动机在整体测量模

型中有较强的相关性（r=.92，p<.05），说明二者

具有高度共线性，因此将二者合并。删除 26 题

（学习英语有成就感）和 41 题（学习英语是为了

今后找到合适的工作）后，各动机因子之间的相

关系数在 .80 以下（.27–.79 之间），说明这两种动

机的合并是有必要的。合并后的动机着重于英语

的工具性，既作为宏观层面的与外国人交流和合

作的工具、了解国外科技时事信息的工具或者是

今后和外国人工作上合作的必备语言，也有日常

生活中微观的能够阅读英文说明书等功能，因此

命名为“个人发展动机”。

因子分析结果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八种动机

类型中的六种，包括成绩动机、社会责任动机、

面子动机、内在兴趣动机、情境动机和出国动机，

而个人发展动机和信息媒介动机合并后形成了新

的个人发展动机。如表 2 所示，最终得到的七种

动机各项拟合指数都达到了理论设定值，各测量

模型的 Mardia 系数在 .936–19.411 之间，小于 20，

说明模型的数据适合用 ML 进行估计。七种动机

类型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28–.79 之间，小于 .80，

说明模型具有一定的区分效度。各测量模型中的

显变量在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都在 .50 的理论阈值

上（p<.05），说明模型具有较高的聚合效度。同

表 2 七种动机类型的拟合指数、Mardia 系数、最终题目分布、组合信度和内在信度

动机类型
χ²/df

<8
P

GFI

>.90

AGFI

>.90

CFI

>.90

RMSEA

<.08

RMR

<.08

Mardia

<20
题目分布 CR ɑ

个人发展

动机
2.333 .040 .997 .991 .996 .029 .013 19.411

34 36 44 46 

48
.769 .764

成绩动机 — — 1.000 — — — — 6.371 27 37 39 .722 .716

社会责任

动机
— — 1.000 — — — — 3.421 31 43 51 .761 .759

面子动机 3.079 .046 .998 .990 .997 .037 .015 3.036 35 40 45 50 .774 .773

内在兴趣

动机
3.595 .027 .998 .988 .996 .041 .018 2.587 29 38 42 47 .735 .728

情境动机 — — 1.000 — — — — .936 23 30 52 .693 .689

出国动机 7.095 .001 .995 .977 .995 .063 .020 6.411 22 28 32 49 .834 .824

（CR=组合信度；ɑ=内在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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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各测量模型的组合信度和内在信度在 .69 以

上，说明模型具有较高的信度。

（二）初中生英语学习特点分析

为了回答第二个研究问题，笔者计算了每

种动机类型的均值和标准差（详见表3）。研究发

现，学生的学习动机总体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工具性动机和文化性动机并存。这与之前的研究

结果有相似之处（高一虹等，2003；李淑静等，

2003；吴万佩、马武林，2006），即多元英语学习

动机模式也适用于初中学生。

表 3 七种动机类型的均值和标准差

动机类型 均值 标准差

个人发展动机 3.91 0.72

成绩动机 3.90 0.82

社会责任动机 3.42 0.92

面子动机 3.30 0.90

内在兴趣动机 3.20 0.88

情境动机 3.06 0.91

出国动机 2.82 0.91

研 究 发 现， 个 人 发 展 动 机 的 得 分 最 高

（M=3.91，SD=0.72），这可能是因为英语有助于

交流、找工作等方面的作用。在信息化时代，学

生接触的网络等媒体中的英文信息量很大，掌握

英语可以方便他们直接从外界获取信息（sq44，

M=4.17，SD=.84）。在全球化时代，英语成为

国际化语言，掌握英语就掌握了与外国人交流

（sq36，M=4.02，SD=.98）和合作的工具（sq48，

M=3.88，SD=1.03）。因此，学生在以上三点的

均值得分都比较高。同时，学生可能受到社会环

境和家长的影响，能够认识到英语在自己今后发

展中的重要价值（sq46，M=3.81，SD=1.05）。然

而，可能由于他们掌握的英语知识有限，所以对

于通过英语直接了解国际和科技信息的动力不够

强（sq34，M=3.66，SD=1.08）。

成绩动机的得分排在个人发展动机之后，位

列第二，与个人发展动机的得分相差无几，说明

成绩动机是本调查中被试认为最主要的动机之一。

王有智（2003a，2003b）、范明淑（2005）、姜英

欣（2006）和高文梅（2008）针对中学生开展的

学习动机调查也都发现，成就动机（即成绩动机）

是主要的学习动机，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本

研究中，学生的成绩动机总体上达到了 3.90，说

明在现阶段英语学习中，为了获得较高的考试成

绩，并以此来让自己的父母高兴、让老师满意的

英语学习动机较为强烈。这可能与整个社会强调

成绩的重要性、强调考试的重要性有关。与此相

应的是家长对考试的极度关注，16 名被访家长都

提到了考试对于学生的重要意义，特别提到了英

语考试的重要作用。该维度下的三个题目中，“为

了考试取得好成绩而学好英语”（sq27）的均值达

到了 4.13，而“将考试考好来回报老师”（sq39）

的均值要高于回报父母的均值（sq37）。

社会责任动机的得分为 3.42，排在第三位。

总体上来说，学生意识到自己学好英语能为建设

祖国服务（sq31，M=3.48，SD=1.12），能让中国

人更好地了解世界（sq43，M=3.35，SD=1.12），

还能让自己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作贡献

（sq51，M=3.42，SD=1.11）。研究结果说明，在学

校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学好英语建设祖国”的

价值观念被植入到学生的英语学习中。一名学生

谈到出国回来后学习英语的感受：“原来我觉得学

习英语很枯燥，因为我小学英语不是很好。但是

这次出国之后，我觉得我要学好英语，介绍我们

的乡土文化，比如原先的北京四合院这些乡土气

息的文化。在中国有什么样的历史，我会用英语

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中国的文化很悠远，这样

的话，以后在外国人心目中，中国的地位也会提

高，这样也就可以推动中国的发展。”

面子动机的均值为 3.30（SD=0.90），接近

3.50，可以说总体上学生为了满足自己的自尊心、

求得别人的尊重而学习英语的动力较强。学生喜

欢将英语学得好坏与是否有修养联系起来（sq50，

M=3.35，SD=1.16），对于英语学好以后给自己带

来的自豪感比较认可（sq40，M=3.34，SD=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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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够通过学好英语给老师和同学留个好印象

（sq35，M=3.32，SD=1.17），也觉得学好英语会让

自己在其他人面前更有“面子”（sq45，M=3.21，

SD=1.19）。面子动机是本研究提出的不同于以往

研究的一种动机类型，学生处于青春期，为了满

足虚荣心或者自尊心而产生了较强的英语学习兴

趣，这在访谈中得到了证实。一名学生在访谈中

说道，他将英语学习与自己的“面子”和父母的

“面子”联系在一起，因为学好英语可以满足自己

的自尊，也可以给父母带来炫耀。

内在兴趣动机的均值接近 3.5（M=3.20，

SD=0.88），说明被试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有一

定的内在兴趣。维度内的四个题目的均值都超过

了 3.0。因为“喜欢英语本身”（sq42）的均值最

高，达到了 3.29（SD=1.20）；因为“喜欢英文歌

曲而想把英语学好”也是一个得分较高的内在兴

趣因素（sq38，M=3.24，SD=1.26）；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可能会接触到一些课外读物，对于课外

读物的兴趣也是学生学好英语的一个原因（sq47，

M=3.20，SD=1.12）；由于“对英语国家文化感

兴趣而想学好英语”排在四个题目的最末（sq29，

M=3.08，SD=1.17）。从研究结果看，学生的内在

兴趣总体上不足。这说明在培养学生的英语国家

文化意识、进而引起学生的兴趣方面，中学英语

教师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情境动机得分较低。这可能是由于被试所

在班级的英语学习氛围不好，学生在班级中感

受不到强烈的英语学习氛围（sq30，M=2.82，

SD=1.13）。学生对老师的个人魅力、教学经验和

教学方法的评价较为积极，但得分不高（sq23）。

学生因为“老师的教学方法好而喜欢学英语”的

得分为 3.15；因为“对老师的教学气质等方面的

印象好而喜欢学英语”的得分为 3.22。这说明学

生对于老师的教学方法以及个人气质方面有一定

的评判能力，而这些方面可能容易激发学生学习

英语的兴趣。访谈中一名学生也谈到了老师的重

要作用，她提到自己最开始的时候英语还是不错

的，但是在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英语老师无缘

无故说了她一顿，她很受打击，于是自己就不愿

意学习英语了。而现在初中的老师很注意鼓励她，

培养她学习英语的兴趣，讲得又好，因此她又慢

慢地重新拾起了丢掉的那份自信和兴趣。

出国动机的得分最低（M=2.82，SD=0.91）。

维度内的四个题目中，只有“学英语是为了出

国感受英语国家的风土人情”（sq28，M=3.14，

SD=1.16）得分较高，而出国工作（sq49，M=2.87，

SD=1.09）、生活（sq32，M=2.70，SD=1.11）或留

学（sq22，M=2.58，SD=1.12）并没有成为学生

普遍认可的英语学习动机。几个题目的标准差从

1.09 到 1.16，说明对问题的回应有较大的内部差

异，这可能与学生所在的学校有一定关系。在本

研究中，接受访谈和问卷调查的重点学校有较为

丰富的教育资源，所有学校均与国外大学有校际

交流，会不定期组织学生到国外进行短期交流和

游学活动；多数重点学校有外教课，而一般学校

则没有这个资源。在 16 名参与访谈的学生中，重

点中学的学生出国人数要高于一般学校的学生。

出国经历对引发和强化学生的出国动机有一定作

用，访谈结果部分解释了这一推断。对沈阳市某

重点初中一名学生进行访谈后得知，她的英语学

习动机原来是以成绩动机为主，因为英语是一门

必修课，但学校组织的新加坡之行让她觉得学英

语还可以“拓展自己的视野”。

五、结论
本研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初中

生英语学习动机框架及测量七种动机类型进行了

分析，得到了具有较高信效度的结果，从而对国

内中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研究进行了有益的补充。

本研究发现了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的“面子动机”

的存在，这是不同于前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教学实践层面，本研究认为，初中生具有多元

的学习动机，每种动机都可能对他们的英语学习

效果产生影响。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关

注学生多元动机的发展。在教育资源配置上，教

育主管部门应该加大对一般学校的投入，在外教

资源和国际交流项目的配置上要支持一般学校，

这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内在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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